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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$

月
!"

走遍中国
#

的记

者随同衡阳市文物专家郭建衡来到

王氏宗祠
$

郭老师今年
$"

多岁
!

毕

生都致力于考古研究
!

对衡阳境内

的各种文物古迹了然于胸
$

他告诉

我们
!

修建这座祠堂的王姓家族
!

是

衡阳地区的名门望族
!

号称
%

衡阳第

一家
&$

衡阳位于湖南省南部
!

是湖

南省第二大城市
!

拥有
#""

多万人

口
$

由于地理位置优越
!

自隋代以

来
!

衡阳先后设郡
'

州
'

府
'

道
!

%&'!

年建市
!

历来是湖南省重要的交通

枢纽
!

是商贾云集之处和江南主要

商品集散地
$

走进王氏祠堂
!

只见迎面供奉

着他们的祖先王万庄
$

距今
&""

多

年前
!

也就是公元
%"$%

年
!

王万庄

在此买田安家
!

并建了一座小祠堂
!

名叫崇本堂
!

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

今
$

据记载
!

王万庄是北宋时期的进

士
!

虽然曾任邵阳县令
!

但远没有达

到声名显赫的程度
$

王氏宗祠经过

王家几代人的建设
!

几经修缮
!

到明

代才形成现在的规模
$

在王氏祠堂

我们碰到两位老人
!

他们都是王氏

的族人
$

老人说
!

生活在村里的王氏

族人最大的是第
%&

代
!

最小的是第

('

代
$

同一个村子竟然有
%$

代人

共同生活
!

这不禁让我们瞠目结舌
$

带着疑问
!

我们提出要看看王氏族

谱
$

王氏家族公元
%"$%

年第一次

修谱
!

到
!""%

年最近一次修谱
!

&'%

年的时间里总共修谱
%)

次
$

我们现

在能够看到的最早
'

最完整的是

%&(*

年第
%'

次修的家谱
!

仅总谱

就有
&$

卷之多
!

翻开王氏族谱仿佛

翻开了王氏家族近千年的历史
$

早

在
&""

多年前
!

王氏家族的祖先就

以家规的形式告诉族人
!

要扶弱济

贫
!

尊老爱幼
!

告诫族人要和谐相

处
$

这些细致而又充满人情味的规

定
!

似乎让人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

流传至今的传统美德
$

即使到现在
!

在王氏家族聚居的大渔村里
!

依然

能够感受到那种和谐安宁的气氛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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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大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
!

王

氏家族更是如此
!

但不同的是
!

王氏

家族只有对屡犯家规而不改的族人

才会进行严厉的惩戒
$

每当这个时

候
!

祠堂就会大开中门
!

这在平时是

很难见到的
$

上个世纪
("

年代的一

个晚上
!

就在正堂供奉的祖宗牌位

前
!

族里的一位年轻人因为屡次打

骂兄嫂而受到严厉的惩戒
!

至今族

里的老人还能记起当时用竹鞭惩戒

年轻人的情景
!

对那根惩戒人的竹

鞭尤其记忆深刻
$

一般来说
!

祠堂的主要功能就

是维护族权
!

执行族规
$

为了对族人

进行有效的震慑和管理
!

许多地方

都把祠堂建得阴森压抑
!

让人不寒

而栗
!

心生畏惧
$

而进入王氏祠堂却

像进入了一座洋溢着浓郁地方文化

气息的殿堂
!

不论是门前的石狮
'

石

鼓
!

匾额上的石雕
!

还是梁柱
!

都是

雕刻彩绘
!

内容丰富
!

形态逼真
$

尤

其难得的是
!

这些装饰从明代保存

至今依然熠熠生辉
$

王氏祠堂是一

座只有两进的建筑
!

进入第一进里

面便一览无余
$

凭着多年研究文物

古迹的经验
!

郭建衡认为
!

这座祠堂

之所以采用如此明丽通透的建筑风

格
!

一定跟这个家族的文化理念
'

宗

族理念有关
$%

王氏的族规给人一种

宽松感
!

富有和谐的意义
&!

他说
$

除了特别的建筑风格
!

在王氏

祠堂内
!

崇本堂的左右两侧还分别

设有孝节堂和贤达堂
$

由此看来
!

这

座祠堂之所以与众不同
!

正是这种

开明思想的体现
$

也许正是因为这

种相对先进的思想理念
'

这种开明

的处世哲学
!

才使王家被尊为
%

衡阳

第一家
&$

郭建衡认为
!

这种思想的

影响和传承
!

必然会造就许多才学

超群的贤达之人
!

其中一个就是王

大韶
$

王大韶字希舜
!

号心雪
$

他虽然

只参加过乡试
!

但却校刊和纂修了

著名的
"

石鼓书院志
($

!,-./0%1

在蒸水和湘江汇合处
!

一座小

岛从中升起
!

这就是石鼓山
$

石鼓山

不高
!

海拔只有
$&

米
!

面积还没有

一个足球场大
!

石鼓书院就建于此
$

这座有着
%"""

多年历史的书院
!

几

经损毁
!

又几经重建
!

最后彻底毁于

%&''

年那场惨烈的衡阳保卫战的

战火中
$

!""$

年
!

衡阳市政府决定重修

石鼓书院
!

这已经是第
%!

次重修

了
$

作为这次重建工程陈列设计组

的组长
!

郭建衡研究石鼓书院历史

最可靠的依据就是
)

石鼓书院志
(

了
$

如果没有王大韶修志书的贡献
!

他很难想象自己的工作该怎样开

展
$

明万历七年
!)

石鼓书院志
(

的

检校工作开始了
!

此时的王大韶已

经
$)

岁了
$

修志时的疏漏
!

再加上

资料匮乏
!

真伪难辨
!

有太多的东西

需要进行考证
!

比如传说中石鼓山

上的千年石鼓是否真的存在
+

那神

秘的朱陵后洞是否真的像传说中的

那样一直通到南岳衡山
+

石鼓山崖

壁上摩崖题刻都是哪些先哲的神来

之笔
+

这些都需要王大韶从浩瀚的

史料中去求证
$

王大韶在
)

石鼓书院

志
(

后序里这样形容自己
*%

穷日夜

之力
!

搜遗辑残
$ &

足见当时检校的

艰辛
$

明万历十七年
!)

石鼓书院志
#

检校完毕
!

历时
%"

年
!

这时的王大

韶已经
#)

岁了
!

这项工作几乎耗尽

了他的心血
$

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王

大韶
!

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
!

以

科学严谨的态度最终完成了这本志

书的检校工作呢
+

王氏宗祠自其前

身崇本堂起
!

即设私塾以教本族子

弟
!

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当年兴办义

学的培槐阁
$

培槐阁受石鼓书院影

响
!

反对以科举功名为重
!

以培养对

社会有用的人才为教育之本
$

而族

内的子弟不论贫富
!

必须在此接受

教育
!

就连义学学规都是仿照石鼓

书院院规制订的
$

王氏宗祠义学要

求老师必须有真才实学
!

教育弟子

孜孜不倦
$

王大韶从小就受到优秀

教师的教育
!

一直致力于学业
!

()

岁时仍在石鼓书院读书
!

一生也仅

参加了一次乡试
!

并没有为了做官

继续参加科举
$

历时
%"

年
!

只为检

校一本志书
!

这种对待事业对待学

问的执著
!

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
$

其

实
!

这种性格在湖南人中并不罕见
!

曾国藩
'

左宗棠
'

谭嗣同无一不是湖

南人
!

时至今日
!

许多人都领教过湖

南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做事风格
$

如今
!

王万庄的后裔已有
%"

多

万人
!

仅族谱上有记载的就有
$

万

多人
$

每年的清明节
!

王氏宗祠都会

举行盛大活动
!

族内许多金榜题名

的学子
!

更要到祠堂重温族规家训
$

这个传统已经超越了王氏家族的范

围
!

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十里八乡的

耕读家风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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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夏日的一个早晨
!

霍元

甲的后人
'

曾孙霍自正应邀来到天

津霍元甲文武学校
!

当他踏进校门

时
!

学员们正在鼓声中操练迷踪拳
$

这一天
!

对霍家迷踪拳来说是一个

值得铭记的日子
*

迷踪拳已被正式

确认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

目
$

霍自正介绍说
!

迷踪拳看似简

单
!

但要真正掌握却不容易
!

故迷踪

拳有
%

学会三天
!

练好三年
&

的说法
$

迷踪拳最大的特点在于全身动作与

局部的变化常常出人意料
!

往往会

令对手难辨踪迹
$

据资料记载
!

霍元甲死后被安

葬在故乡
+++

天津附近的小南河

村
$

如今
!

霍家依然有后人生活在这

里
$

在离小南河村不远的于台村
!

记者见到了一位目前最年长的霍氏

迷踪拳在世传人
!

看到了他收藏的

迷踪拳拳谱
$

这份拳谱的出现为我

们揭开了迷踪拳的奥妙
*

迷踪拳在

实战中不但要求全身浑然一体
!

还

要求在把身体各个部位的爆发力发

挥到极致的同时
!

保持相互间的依

托
$

在山东郓城
!

记者又寻访到霍

元甲的另两位传人
!

他们向记者展

示了迷踪拳的第一路和第二路拳

法
$

迷踪拳的名字正像它的招式一

般扑朔迷离
!

很难找到
%

迷踪
&

二字

的蛛丝马迹
$

迷踪指的究竟是什么

呢
+

霍元甲的两位传世弟子告诉

记者
!

现传于世的迷踪拳共有
)

个

套路
!

江湖上称五路迷踪拳
!

而迷

踪拳的第一个看家绝招就叫做
%

抹

腮扪心
&!

用的是声东击西的道理
!

出拳之前先引开对手的注意力
!

再

趁其不备使出凌厉的杀招
$

这虽然

是各门派共有的招式
!

但迷踪拳的

声东击西有所不同
!

飘忽不定并非

要害所在
!

紧接上来的腿脚才是致

命的绝杀
$

令人难辨踪迹一直是霍

氏迷踪拳出奇制胜的奥秘
!

为了达

到这个效果
!

迷踪拳的许多动作表

面上看来似乎并不符合传统武术

的要求
!

但在实际较量中却能一招

制胜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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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对于迷踪拳好奇
!

是因为

它神秘的招式和让人难辨踪迹的武

学渊源
$

在中国武林
!

迷踪拳为什么

特立独行呢
+

也许我们可以从迷踪

拳的起源找到答案
$

迷踪拳的起源

有多种说法
!

一种说法是此拳由当

年梁山好汉燕青所创
!

因为燕青踏

雪无痕
!

因此得名
,

而另一种说法则

认为迷踪拳的鼻祖其实就是春秋时

代以用兵诡异著称的军事家孙武
$

从以上传说来看
!

迷踪拳应该是诞

生于山东的一个北方拳种
!

并不出

自天津
!

那么
!

霍元甲和迷踪拳又怎

么会与天津有关系呢
+

中国武术历

来强调南拳北腿
!

作为典型的南方

拳种
!

霍氏迷踪拳又怎么会变得腿

法凌厉呢
+

对于这个问题
!

恐怕只有

从霍元甲家族的迁移历史中找答案

了
$

故事发生在天津的杨柳青古镇
!

这个镇最早出现于宋代
!

但那时的

杨柳青并不以年画闻名
!

只是宋辽

边界上一座戍边的兵营
$

杨柳青旁

有一个以尚武闻名的古老村庄小南

河
!

在这个村子里
!

张
'

马
'

边
'

霍是

大姓人家
$

在村里老人的记忆中
!

这

个京津大地上的小村庄最值得骄傲

的就是诞生了一代武林英雄
+++

%)"

年前
!

霍元甲出生在小南河村一

座古色古香的院落里
$

当年
!

两手空空的霍氏先祖大

约是从东北逃难来到小南河的
!

生

存成了当时霍家面临的第一个问

题
$

正巧此时朝廷开始在天津建卫

设城
!

杨柳青一带的商业逐渐繁荣

起来
!

霍家先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
$

从给别人看家护院到创建自己的武

馆
!

霍家在小南河逐渐站稳脚跟并

兴旺起来
$

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了
!

霍家迷踪拳传霍元甲时已经是第七

代了
!

但靠武术传家立业的父亲却

并不想教霍元甲学习迷踪拳
!

原因

很简单
*

霍元甲小时候经常生病
!

身

体不够健壮
$

没想到身体单薄的霍

元甲却偏偏爱上了武术
!

总是偷偷

学习父亲的一招一式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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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!

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港

外的大沽炮台后迅速攻占了北京

城
!

紫禁城成了占领者炫耀武力的

阅兵场
!

整个燕京大地弥漫着国破

家亡的悲伤情绪
$

国门洞开之后
!

天津成了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
!

许

多西方武士在天津为非作歹
$

作为

当时天津的武林高手
!

霍元甲和这

些外国武士之间的较量已不可避

免
$

%&"%

年
!

有一个俄国人在天津

的报纸上登出广告
!

自称世界第一

大力士
!

打遍中国无敌手
$

霍元甲

见了广告立即来到比武现场
!

据说

只用了迷踪拳
%

抹腮扪心
&

这一绝

招就轻松战胜了对手
$ %

抹腮扪心
&

用现代武术的技巧来解释
!

就是先

用假动作吸引对方的注意力
!

当对

方精神稍微有所转移便迅速出直

拳击杀
$

一时间
!

霍氏迷踪拳名声远扬
!

霍元甲开始有了新想法
*

用家传绝

技迷踪拳帮助国人抵御外侮
$

当时
!

社会各界的人们纷纷寻找救国道

路
!

而
%

强国必先强种
&

成了武术界

改变国运的理想境界
$

恐怕正是在

这种思想的指引下
!

霍元甲才毅然

应邀远赴上海创办精武体育会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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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元甲在上海创立精武体育会

不久
!

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张园设

擂
!

称中国人是
%

东亚病夫
&$

霍元甲

知道后
!

立即用英文刊登了
%

专打外

国大力士
&

的广告
$

故事的结局让人

意想不到
!

比武那天奥皮音突然不

见了
$

这次比武使霍氏迷踪拳名扬

全国
!

也掀起了一股争相学习的热

潮
$

精武体育会除了教迷踪拳外
!

还

教一些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知识
!

其

中迷踪拳与现代步兵的格斗第一次

结合在一起
$

在
)

精武本纪
#

的序言

里
!

孙中山甚至提出了
%

最后五分钟

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

时
&

的观点
!

并为上海精武会写下了

%

尚武精神
&

四个字
$

迷踪拳为霍元甲赢得了
%

精武

元祖
&

的尊称
!

在海外
!

他的画像与

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
$

霍元甲也

许没有想到
!

他创建的精武体育会

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民间体

育性质的组织
!

并为中国近代武术

体育教育拉开了序幕
$

在精武会

里
!

我们熟悉的体操
'

篮球
'

排球等

现代体育项目成了人们学习的重

要内容
!

加入精武会也不再只是男

人的专利
!

许多妇女也加入精武会

学习迷踪拳
!

使得
%

体育
&

这一词汇

的内涵更为丰富
$

创办精武会一年

之后
!

霍元甲在上海不幸去世
!

后

来霍元甲的孙子霍东阁把精武会

带到了外国
!

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

的华人体育组织
!

迷踪拳也由此走

向了世界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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